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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納粹德軍對猶太人的種族
滅絕罪行，到今天仍陰魂不散，糾纏於
波蘭、美國和以色列三國之間。最近波
蘭政府立法全面禁止提及「波蘭死亡集
中營」字眼，他們認為此種字眼詆毀了
波蘭，暗示波蘭是納粹德軍的幫兇。新
法案隨即遭美、以兩國強烈譴責，斥波
蘭扭曲歷史和禁止言論自由。
波蘭眾議院之前通過一項法案，禁止

國內外提及「波蘭死亡集中營」（Pol-
ish death camps），違法者最高判處三
年徒刑。新法案正待參議院通過，再交
由總統簽署實施。一旦立法，將來波蘭境外的
媒體報道或研討會上若提到上述字眼，涉事者
（歷史學家除外）進入波蘭境時會面臨被監
禁。
事緣於近年許多猶太人翻舊帳，重提二戰

時他們除遭納粹德軍滅族外，還遭波蘭人的
「冷酷無情」對待—向德軍舉報猶太人身
份，以謀取薄利。
據波蘭歷史學家Jan Grabowski於2013年出
版的《追殺猶太人》（Hunt for Jews）一書描
述，波蘭一條名叫Bagienica的村莊被納粹德
軍佔據後，猶太人為逃避追殺而躲藏森林裡。
但波蘭村民和德軍合作，將兩名猶太人交給德
軍，換取了兩公斤砂糖報酬。他們的酬勞不盡
相同，有些村莊是：交出每名猶太人可獲500
茲拉第（波蘭貨幣），或獲得從猶太人身上剝
奪下來的大衣。該書作者聲稱自己經過個案調
查研究，波蘭人顯然心甘情願和德軍合作。
英國《衛報》引述波蘭記者吉伯特（Kon-
stanty Gebert）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1941年
波蘭一條名Jedwabne村裡發生舉報猶太人事
件，導致1,600名猶太人（佔半條村人數）遭
納粹德軍燒死。舉報者與死者的關係大多屬鄰
居，甚至是結伴上學的同班同學。
吉伯特還說，二戰期間，死在波蘭境內的

猶太人達320萬名；他們並非全喪命於納粹德
軍手上，而是死於波蘭人手裡。資料顯示，許
多波蘭人確實與納粹德軍合作。
歐洲諸國中，波蘭是最多猶太人聚居的國

家。在納粹德軍佔領波蘭時，除了猶太人被趕
盡殺絕，波蘭人也沒有好日子過，被殺害人數
達280萬人。
故波蘭政府強調，他們也同屬戰爭受害

者，並非幫兇。雖然波蘭境內有四個集中營，
包括惡名昭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但它們都是
由納粹德軍設立的；甚至營內的護衛員也非波
蘭人，而是烏克蘭人。
波蘭政府解釋，大屠殺期間，許多波蘭人
冒着生命危險去收留和拯救猶太人。以色列的
集中營博物館裡，就有6,700多名波蘭人被譽
為英雄；這個英雄數字名列全球國家之冠。故
此，若將波蘭視為納粹德軍的幫兇，或將「波
蘭死亡集中營」和大屠殺扯上關係，是詆毀了
波蘭。為守護波蘭名譽，須立法將錯誤用詞刑
事化。
《衛報》預料以色列將作出反擊，立法懲
罰那些「否認或減弱」在納粹德軍迫害猶太人
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人。評論文章認為，事情
發展下去對波蘭和以色列雙方都沒好處；更可
能激發反猶太人活動。據最新數字，英國反猶
活動近年增加三分一，達有史以來最高紀錄。

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當今世代
裡，埋首讀書已不再是固定的學習模
式，除了吸收書本知識外，我們也要出
外走走，開啟戶外學習模式，擴闊自己
的眼界。要外出擴闊眼界，除了旅行
外，遊學團也是另一選擇。然而，如何
從遊學中真正吸收知識，也是一大學
問。由教育評議會、旅遊學庫（香港）
及香港生命教育促進會主辦，「台灣觀
光局」駐香港辦事處及長榮航空香港分
公司協辦，名為「遊學台灣行程設計比
賽」的活動，由同學親自設計到台灣遊
學的行程，由釐定主題、到資料搜集以
至詳細設計行程，均由同學一手包辦，
旨在鼓勵學生透過資料搜集，對當地有
更多認識。提供機會予同學以一個遊學
設計者的角色參與，提升學習興趣，效
果非常好。
近十年間，坊間湧現了不少遊學團，
強調戶外學習的重要性。教育評議會主
席何漢權表示，近年遊學團亦受到重
視，不少學生會趁假期外出遊學，增廣
見聞，但他強調遊學不是一般的旅行觀
光，要真正學習到知識才是遊學的根本
意義。而他認為是次比賽的模式，對同
學意義甚大，因同學不是被動地接受旅
行社主導，而是自主設計行程，在搜集
資料過程中不斷學習到新的知識，再將
之實踐。對於遊學，他提出4個「E」的
理念。「4個『E』，分別是『Educa-
tion』 、 『Experience』 、 『Engage-
ment』及『Exposition』。即透過親身參
與比賽，累積知識，進行教育和自我教
育。」他認為讓同學親自參與設計過
程，會比一般被動參與遊學團有更大得
益。

是次比賽分為初級組及高級
組，分別由小四至中一、以及中
二至中六的同學角逐多個獎項。
旅遊學庫董事總經理關錦智笑
言，參賽同學實在給予評判太多
難題，因參賽同學實在有太多好
主意，在數百份入圍作品中，有
不少組別設計的行程均十分有創
意。最後經過一番激烈討論下，
分別由初級組的港澳信義會明道
小學及高級組的風采中學勇奪冠
軍。同學使出渾身解數設計行
程，他們的努力不會白費—兩
組別的冠軍能獲得協辦單位的機
票及住宿資助，實踐自己親手設
計的行程，出發到台灣遊學。

獎勵奪冠人馬到台遊學
勇奪初級組冠軍的參賽作品主

題為「宜蘭環保生態深度學習
遊」，據得獎同學介紹，他們決
意選擇宜蘭作為目的地，是因為看中宜
蘭的地理位置特別，而且着重環保教
育，十分適合同學探索。「我們會圍繞
宜蘭的環境來學習，透過宜蘭的大自然
生態環境及宜蘭各個旅遊景點，讓我們
學習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幾位同學制
訂了十分豐富的行程，在五天行程中包
括參觀宜蘭博物館、員山生態教育館，
同時又有賞鯨及龜山島半日遊等。而在
設計過程中，同學都表示既深入了解到
宜蘭的生活及文化特色，又學到如何搜
集及規劃遊學團的行程資料，獲益良
多。
至於高級組冠軍的主題為「原住民

（文化及歷史）」，透過探索原住民的

生活及文化，希望反思對生命的看法及
引起參與者對文化傳承的重視。同學們
表示：「台灣的原住民歷史悠久，在音
樂、藝術等方面均有其特色，但香港人
可能對原住民相對陌生。因此希望透過
今次每天都不同的行程，讓同學更加深
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而他們設計的
行程饒有特色，組員們特意為每天行程
訂立一個小主題，並親自走訪每個部
落，邀請當地人親自介紹他們民族的特
色。問到在設計行程時所遇到的困難，
他們表示資料搜集是一大挑戰，為此他
們翻查不少歷史書籍及旅遊雜誌，而過
程中他們學到要從多角度思考問題，及
如何分隊員分工合作。

文、攝：朱慧恩

學生自主設計遊學行程
提升「4E」效果

余綺平 戰爭的瘡疤

一個人可能搭乘過很多次飛機，但可
能未有真正觸摸過飛機；一個植物

愛好者可能看過諸多不同品種的仙人掌，
但幾乎沒有可能去真正觸摸過一次。海報
是一種大眾傳播手段，其魅力在於讓外在
和內心之間產生共鳴，而這個共鳴的載體
便是海報所表達的主題。

具象和抽象組合
在三年展的海報展品中，具象和抽象進
行組合是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不少冷冰
冰的事物透過海報獨特的方式，反而呈現
出一種整體化的生命力。例如，大型民航
客機在一般人眼中是英武、遙不可及的，
但設計師為日本航空設計的飛機海報，則
以非常獨特的視角——機頭，進行了一種
非常具體的刻畫。飛機在瞬間似乎成為了
一個玩具，也成為了一個有生命的機器，
讓人對其產生非常絕妙的親切感。

值得一提是色調的組合，整體化的黑
白效果，讓器械和讀者之間產生了一種
時間上的永恆感和滄桑感。身邊親歷的
事物，往往是最為珍貴的，這種將無生
命的器械融匯於生命中的手法，融匯了
具象和抽象，顯得別具一格。
仙人掌全身都是刺，也是不能碰觸的。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仙人掌卻成為了炎熱
環境中傲然挺拔的代表。人們並不全然不
想碰觸仙人掌，而是針刺的外表阻卻了碰
觸的慾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仙人掌作
為碰觸、接觸的主題別具一番意味。實體
化的接觸無法實現，則畫面與內心的接觸
就以海報這樣一個平台完整表現出來。在
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葉公好龍的講法，以
仙人掌作為接觸的客體，似乎也蘊含一定
意義的諷刺之意：當人們以溝通、對話作
為一種手段和口號卻又沒有真正去奉行、
實施的時候，仙人掌的出現恰恰戳穿了某

種層面上虛假對話和交際的偽善。

從傳播塑造平衡
比較有趣的是，以西方知名雜誌為載體

的海報。一個主題是好奇，另一個主題是
平衡。在好奇這一主題引導下，一個人用
嘴試圖咬住懸吊的蝦，但是這一好奇心的
基礎卻是完全不穩固的，乃是由一大群英
文字母構成。字母構成的單次、語句表
達，乃是某種程度上對未來人生的擔憂，
尤其是在人老了之後，對生活的探求和生
活自身的表述，都成為了一個難題。在宏
觀意義上，這是一個哲學與人生的問題；
在微觀意義上，這是一個人如何面對老齡

的心理過程。然而，這個過程的價值和意
義卻被長期忽視。以平衡為主題的海報，
則是乾枯的樹上，鳥群的棲息和光禿禿枝
幹間的強烈對比。
平衡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若從一種功利

主義的思想看，平衡可被理解成是踩剎
車，也可被理解成地位的均等。然而在具
體輿論語境下，平衡可被解讀成是對生活
的補足。平衡的背後，是接受一種思想或
抗拒一種思想的比較，也是兩種或多種話
語模式的對抗。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平
衡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避免了激烈變化帶
來的衝擊。從知識傳輸的角度看，平衡的
價值在於用知識去戰勝愚昧思想對人的影
響，以知識所建構的故事和敘事手法去完
善一個人的思維體系。這也是大眾傳播讀
物存在的基本意義。

海報屬動員工具
與一般宣傳手法不同，海報的意義在於

結合了圖畫和文字，簡潔明快，內容豐
富。海報所追求的是在最短時間內將海報
製作人的思想傳遞給讀者，以戰爭時代為
例，海報所起到的作用是凝聚意志，鼓舞
人心。在和平時期的社會狀態中，海報成
為表達立場和觀點的媒介。
海報是公開展示的，這種公開性決定了

海報本身的大眾性。如果作為動員工具是
海報一項非常重要功能的話，則海報在未

來的發展趨勢只能向更加大眾化的方向發
展。這就意味着海報設計者只能以更貼地
的心態和視角去觀察社會、時代和人生。
如果海報內容呈現出的話語模式非常精英
和小眾，則這樣的海報必定是失敗創作。
以大眾能夠接受的語言去傳播價值和真
理，才是海報設計者們可以考慮的路徑。
另一值得注意的觀察是，人們如今的閱

讀方式已出現重大變化，紙質閱讀漸漸褪
去，電子閱讀成為一種新模式。從歷史的
發展角度而言，海報是一種公共廣場生活
模式的體現，人們聚集或經過一個較為開
闊的公共空間接受和發出資訊，也因此有
了海報。但是這種廣場模式已經被網路世
界漸漸取代。換言之，未來的成功海報除
承襲傳統海報的深度和思想外，在手法上
或許會更加創新，海報也不再是一個靜止
化的讀本。
香港是一個承接了東西方文化的國際城

市。海報的展覽和呈現是這個城市藝術蓬
勃的表現。本地海報的弘揚勃發，唯有奠
基在本地生活和探討上，才能夠引起更多
共鳴。真正明白或理解畫面、構圖、色
彩、線條的人始終是少數，如海報成為藝
術人文普及的工具，則這樣的藝術會具有
宏遠的前景，也能夠得到民眾的認同。就
本地而言，讓海報的設計、創作不再是精
英的專利，為更多設計者提供平台，則海
報大眾主義的功能才能夠得到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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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觸觸」」」出多重意義出多重意義出多重意義

■初級組冠軍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高級組冠軍得主風采中學。

■《好奇》

■《平衡》

■《法國春秋系列》

■■一張海報可直截了一張海報可直截了
當表達淺層意義當表達淺層意義，，亦亦
可藏有更多訊息可藏有更多訊息，，像像
這張便展現了人與人這張便展現了人與人
的各種接觸模式的各種接觸模式。。

■《酒》

■日本航空的海報。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張海報殊不簡單


